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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分析后发现，‘龙人’
与我们智人的关系，比尼安德特人
（欧洲古人类）与我们智人的关系要
亲近得多，所以哈尔滨发现的‘龙
人’与我们智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的

妈妈——即在亚洲有一个共同的祖
先。”河北地质大学教授季强介绍
道。“简单说，‘龙人’就是现在已知
的与我们智人最近的亲属，是我们
智人失散已久的‘哥哥’；推翻了之

前普遍认为的已灭绝的尼安德特人
是我们智人最近的亲属的结论，这
一结论是颠覆性的。‘龙人’头骨得
出的研究成果，有可能改写人类演
化史的主要内容。”

新华社成都电 （记者 王迪）由
中、美、德等国古生物学家组成的国际
研究团队近日宣布在四川自贡发现了
一个长仅 10.2毫米的微小恐龙足迹。
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小恐龙足迹，
可能揭示了兽脚类恐龙的早成或超早
成的发育策略。相关成果已于6月21
日发表在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历史生
物学》上。

这个恐龙足迹发现于四川省自贡
市富顺县永年镇五里村，长10.2毫米、
宽9.6毫米，有三个明显的趾头，其中第

Ⅲ趾最为突出，没有清楚的趾垫，每趾
上都有一个相对较钝的爪印。该足迹
是目前中国记录的最小恐龙足迹。

古生物学家认为，同一块岩板上
连同这个足迹一起被发现的40多个三
趾形足迹都属于跷脚龙足迹类，跷脚
龙足迹常见的尺寸小于15厘米。

“跷脚龙是一种小型肉食恐龙，是
侏罗纪早期比较常见的一类恐龙。这
些脚印形成于约1.9亿年前，当时四川
盆地还是一片湖泊，自贡处于湖滨的
位置。”自贡恐龙博物馆江山副研究馆

员说。
与绝大多数微小型兽脚类恐龙

的足迹一样，这一足迹究竟来自刚出
生的小恐龙还是成年的小型恐龙仍
然没有定论。但古生物学家倾向认
为这个微小足迹是由刚出生不久的
小恐龙留下的，造迹者体长估计约为
12 厘米，大致相当于现代麻雀的大
小。岩板上保存了一系列大小不一、
但形态相对一致的足迹，他们认为这
可能代表了不同发育阶段小型兽脚
类恐龙的足迹集合。

如果富顺微小足迹确实记录了幼
年兽脚类恐龙在生命非常早期所留下
的足迹，这很可能表明了一种早成或
超早成的发育策略。在现生动物中，
一些早成或超早成动物，如大多数陆
禽、游禽的雏鸟，从卵壳中孵化出来时
眼睛已经睁开，全身有稠密的绒毛，腿
部有力。其在一天内，甚至几个小时
内就可以跟随亲鸟去觅食。

该研究由自贡恐龙博物馆、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以及来自美国、德国、
澳大利亚的古生物学家共同完成。

四川自贡发现目前中国记录最小恐龙足迹 活体约麻雀大小

14.6万年前的新人种
■ 金 丰

人人

一枚保存得近乎完整的古人类头骨，揭开了人类演化的哪些奥
秘？最近，基于对一枚在黑龙江哈尔滨发现的、目前已知最大的人属头
骨化石的研究，由中英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对外公布发现了一种新
的古人类，且其所属的支系，可能与现代人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因化
石在黑龙江发现，科学家将这个新的人种命名为“龙人”。那么什么是
“龙人”？“龙人”长什么样？“龙人”又是如何发现的？

如何通过一块头骨判断这是来
源于一个新人种？“龙人”与智人关
系的新发现具有什么样的价值？“龙
人”又是怎样生存和消亡的？

从大小上看，“龙人”的头颅比
我国以往发现的颅骨化石要大得
多。季强表示，这些都是“龙人”的
原始性特征，其也具有许多的进步
特征即智人具有的特征，如扁平的
面颊骨、较浅的犬齿窝、小而短的
脸。从体形上看，“龙人”的体形普

遍高大。虽然目前只发现了一个
头骨，但研究者可以依靠当下的解
剖学技术推测“龙人”种群的平均
体形。“龙人”生活在较为寒冷的自
然环境与落后的工具制造水平，使

“龙人”必须依靠自身力量与不利
环境作斗争，体形高大、肌肉发达
的“龙人”拥有更有利的生存条件。

据介绍，虽然“龙人”与智人关
系密切，即使存在基因交流，二者也
难以延续后代，因此，“龙人”的基因

几乎不可能存在于现在的人体中。
“龙人”消亡的具体原因尚未

明晰，但根据季强推测，“龙人”的
突然消亡可能与其大脑的发育状
况有关，“龙人”的脑容量虽与现代
智人相当，但他们的颚面很低，颅
顶极平，大脑呈前后生长态势，而
智人的大脑多是向上生长。此外，
也可能是智人的发展速度快于“龙
人”，在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下，智
人最终取代“龙人”生存了下来。

“龙人”的生存和消亡

“龙人”化石是怎么发现的？
季强教授讲述，这枚头骨化石，来
自一位哈尔滨农民的捐赠。

季强教授2017年夏天在广西
参观玉石市场时，遇到一位农民在
市场上出售松花石、玛瑙等标本。
由于季教授担任过中国地质博物
馆馆长，经常上电视，这位农民称
在电视上见过他，并称自己家有个
珍藏了几十年的人头化石，有意捐
给博物馆收藏。

季强是一名古生物学家，通过
农民展示的照片，他立刻认识到，这
件保存完整、似人又原始的化石，可
能蕴含重要的研究价值。经双方协

商，这件化石2018年5月被捐赠给
河北地质大学，收藏于该校的地球
科学博物馆。

收藏化石的农民说，1933年侵
华日军占领哈尔滨后曾在松花江
上修桥，一名中国劳工修建桥墩时
发现了这枚奇怪的“人头”，便把它
交给了当时负责看管劳工的一位
中国农民。当时距离北京人头盖
骨出土的新闻没过几年，农民意识
到这枚“人头”可能有价值，于是偷
偷把“人头”带回家藏进院子里的
水井，连夜用土把水井填埋了。

这位藏下“人头”的农民，正是
季强在广西遇到的那位农民的爷

爷。在几十年守口如瓶的务农生
活后，老人在临终之际将化石的事
告诉了儿孙。之后，儿孙继续在家
务农，一直想把这件古物捐给国
家，却苦于不知何种途径合法可
行，直到遇到季强。

遗憾的是，老人离世前并没有
告知化石出土的具体地点。季强教
授表示，“这位老乡怎么说我就如实
转述，我无权考证这个故事的真
假。但如果其讲述为事实，那这个
地点在哈尔滨只有一处——那就是
1932年开工建造的、被哈尔滨人称
为东江桥的滨北公铁两用桥。这座
桥1934年8月全部完工通车。

“龙人”化石出在滨北桥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专家还原
了这块颅骨化石“龙人”的模样：年
龄在40-50岁之间男性，身高约1.85
米，高寿且强壮，年轻时，是典型的
彪形大汉。季强教授介绍：“‘龙
人’的这个年龄不得了了，在古人
类里，平均年龄二三十岁，他这个
年龄相当于现在的八九十岁的老
人。他很高、很壮，有如今北方人

的一些特点。”
在形态上，“龙人”混合了原始和

先进的特征，他的脑容量达1420毫
升，这个数值与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
相仿，并大于直立人、弗洛瑞斯人、海
德堡人等已灭绝的人属成员。 虽然
他有个大脑袋，但低扁的坡状额头、
粗壮的眉弓、宽嘴和更大的牙都让他
看起来和现代智人有些距离。

“松花江流域是一个富饶之
地，一般来说，古人类生活，要选择
依山傍水的地方，这个地方要资源
丰富。那时松花江流域的气温，和
如今差别不大，温和且雨水充沛，
资源丰富，生活条件理想，足以养
活这些古人类。 他们和智人一样，
捕猎哺乳动物和鸟类，采集果蔬，
可能还捕鱼。”

14.6万年前的“龙人”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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